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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为什么有些事“比登天还难”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神舟十号飞船顺利发射
升空。在举国欢庆的时刻，也
有不少人慨叹国内还有很多
事情“比登天还难”，他们希望
能借鉴神舟的成功，解决长期
以来陷于治理困境的食品安
全、环境保护、房价飞涨等社
会问题，甚至还有人以戏谑的
方式提到了中国足球。

事实上，几乎每一项事
业都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殊
的价值，并不适宜简单对比难
易程度。但即便是不同的人做
不同的事，也可以找到相通之
处，比如职业精神。现在可以

预见的是，飞船升空的成功将
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科研、经
济、军事实力，同样不容忽视
的是，在神舟十号发射升空各
个环节上体现出的职业精神，
也有助于我们寻找一些社会
难题的解决路径。

登天确实很难，尤其是中
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载人
航天事业上比一些先进国家
晚了几十年，实现跨越非常不
容易，背后是几代航天人的默
默奉献和国家的巨大投入。仅

“神舟飞天”工程，就牵涉到上
百个行业，数千家单位，上万
名科研人员。有人可能以此推
断航天事业都是钱砸出来的，

其实“神舟飞天”能在14年间实
现十发十捷的辉煌，更离不开
职业精神的支撑。

航天事业是庞大而复杂
的系统工程，每个环节上都
要精益求精，来不得半点马
虎。一个飞船顺利升空的背
后，一定有无数人在坚守自
己的职责，日复一日又不能
出现失误。如果没有对事业
的热爱，如果不看重工作中
的成就感，又有多少人能耐
得住戈壁滩和发射场的辛苦
和枯燥。职业精神在不同的
行业有不同的要求，但无论
在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岗位，
都需要保持对职业的热爱。

因为热爱，才能经得起挫折
和磨练，因为热爱，才会不断
追求极致和完美。中国首位
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曾
经自述，因为飞船共振，自己
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

“ 心 里 就 觉 得 自 己 快 不 行
了”，为什么他还能苦中作
乐，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名
军人和航天员，必须有这种
不畏牺牲的职业精神。

当前一些社会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固然有体制、政
策等宏观层面的原因，同时
也应该看到，从微观上具体
到个人，很多人还都缺乏航
天人敢于“啃硬骨头”和追求

极致的职业精神。现在谈到
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是人人
啧有烦言，但是很少有人能
认识到从我做起追求零失误
的价值。“三鹿事件”之后国
内乳业有些一蹶不振，一些
业内的人员谈到这些总认为
是舆论过于夸大某个有缺陷
的个例，却不愿反省自己对
产品质量的得过且过。以如
此“宽以待己”的精神，要重
振乳业和消费者的信心，真
的是“比登天还难”。假如每
个企业家都能以职业企业家
的姿态追求企业在各个环节
上的完美，假如每个环节的
工作人员都把产品质量看得

比自己的荣誉还宝贵，中国
乳业打一场“翻身仗”也不是
没可能。

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
区和攻坚期，在很多领域都
有“硬仗”要打。最终结果究
竟是“比登天还难”，还是“三
军过后尽开颜”，很大程度上
都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社会的
担当，有没有历史的责任，有
没有啃硬骨头的勇气，有没
有不断创新的精神，有没有
对平凡工作的执着热爱，有
没有对完美境界的不懈追
求。我们做不了聂海胜、张晓
光、王亚平那样的事儿，但可
以像他们一样去做事。

在神舟十号发射升空各个环节上体现出的职业精神，有助于我们寻找一些社会难题的解决路径。当前，改革进入了

深水区和攻坚期，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啃硬骨头的勇气，有没有对平凡工作的执着热爱。

大学生就业蓝领化

不值得大惊小怪

1997年启动的高校产业
化改革，人为地实现了中国
大学生数量翻番的目标，但
同期中国经济的结构依旧以
劳动密集型为主，符合大学
毕业生预期的就业市场的增
长速度远远跟不上大学扩招
的速度。

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拐
点的到来，人工价格势必不
断上涨，蓝领并不是过去印
象中辛苦低薪的职业，而可
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更何况，随着更多大学生的
加入，蓝领的形象也将得到
提升，蓝领的职业道路也将
更加宽阔。更是基于这一点，
大学生未来就业的蓝领化问
题，或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摘自《南方都市报》)

高校图书馆馆长

应回归学术岗位

葛剑雄教授去职引风
波，不管此事走向如何，都无
法回避高校严重行政化的事
实。目前高校从整体上看是
附属于政府的一个机构，行
政原则替代了学术原则和教

育原则。
对此，2010年颁布的国家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实行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行
政校分离管办分开，转变政府
管理学校的模式，取消学校实
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落实和扩
大办学自主权。教育部长袁贵
仁也曾表态，教改的关键是推
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
校放权。但从现实看，政府部
门对高校的管理还依旧采取
行政治理模式，这亟须变革。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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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公开信”让延安再蒙羞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延安城管“跳脚跺头”事
件中的受害人刘国锋，近日
委托发表公开信。他在公开
信中表示，在爆发冲突的过
程中自己也应负一定责任，
延安城管等部门的善后是很
到位的，事件引发的网络传
言让“延安形象”蒙羞，让人
感到不安。

被踩头者帮踩头者分担
责任，还公开“表扬”施害一方
的善后工作，公开信中出现如
此有违常理的内容，也难怪会
受到质疑。尽管信上说的是维

护延安形象，但字里行间维护
的都是当地城管部门的形象。
这种是非不分、急于息事宁人
的态度，反而让革命圣地的形
象再度蒙羞。

尽管公开信是以受害人
刘国锋的口吻写的，他也承
认信是以他的名义发出，但从
内容来看，还是难以摆脱官样
文章的特征。在这篇公开信
中，不乏“高度重视”、“迅速成
立调查组”、“公正的处理”等语
言，这些看起来如此“面熟”的
文字，以往只能在地方政府的
公文中看到。从承认自己“也
有一定责任”，到肯定政府善

后工作，再到对媒体报道和网
络言论的归纳，整篇文章考虑
问题很全面，远远超出了受害
者个人的角度。很难想象，一
个身在病榻的受害者能够做
出这样的声明，这和以往常
见的“受害者情绪稳定”有什
么区别呢？如果不考虑作者是
谁的话，倒是可以看作是官方
总结突发事件的范文。也难怪
会有人质疑，这是政府公关的
结果。

按照公开信的说法，刘
国锋发表声明，是为了避免
延安形象蒙黑，但真的能达
到这样的效果吗？延安是革

命圣地，“延河水、宝塔山”的
光辉形象是历史形成的，并
不会因为一个“跳脚跺头”事
件就改变人们对延安的印
象。反观公开信的内容，受害
人承认自己有责任，就减轻
了暴力执法者的责任；声称
善后工作妥善，是想让事件
尽快平息；强调网络传言的
危害，不过是封堵住舆论的
热议。这分明是打着维护延
安形象的名义，在维护涉事
部门的形象。即便公开信真
的是刘国锋所写，受害者替
施害者叫屈的做法，也让人
感觉延安城管在颠倒是非、

急于息事宁人，必然引发新
一轮的质疑。

当然了，受害者愿以自
己的名义发这样一封公开
信，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但
事件不会因为他个人的“高
风亮节”就圆满结束。临时工

“跳脚跺头”，管理不善的情
况如何根除？城管大楼“稍有
超标”，又有谁该受到怎样的
处罚？至于城管局长的“豪
车”，更不能用一个似是而非
的“借用”就糊弄过去。刘国
锋不追究这些事了，只能代
表他一个人的态度，事件背
后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其他

行为，还需要官方认真调查
之后，做出更能服众的结论。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
或是想凭借一封公开信就息
事宁人，延安相关部门的消
极态度得不到转变，只会让
革命圣地的形象继续蒙羞。

回顾“跳脚跺头”事件，
从抛出“临时工”这个挡箭
牌，再到程式化的公开致歉，
规避责任已经成了延安城管
的惯用手段。受害人发公开
信，形式挺新颖，但也是“新
壶装老酒”。只要息事宁人的
维稳心态不改变，维护延安
形象就只能是空谈。

从抛出“临时工”这个挡箭牌，再到程式化地公开致歉，规避责任已经成了延安城管的惯用手段。受害人发公开

信，形式挺新颖，但也是“新壶装老酒”。只要息事宁人的维稳心态不改变，维护延安形象就只能是空谈。

>>评论员观察

□刘楚汉

广西隆安县村民李先生
的女儿出生时是在家分娩，
今年已7岁，他去医院想为女
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医
院表示，李先生必须先做亲
子鉴定证实两人为父女关
系，而这最少要花3000余元。
(6月12日《南国早报》)

在家分娩者多是农村
居民和少部分经济条件较
差的市民。他们选择在家分
娩，多是因家庭条件不好，
希望节省点费用，或者因乡
村偏僻，医疗卫生机构少，
就医不便。说到底，这些都
与公共医疗服务不足有关。
简单要求增加亲子鉴定程
序，不光增加了这些群众的

负担，而且有让个人为公共
服务不足买单的嫌疑。

据报道，当地表示正在
研究办法尽量减轻这部分
人群的经济负担，这是个积
极的回应。不过更应该看
到，加大投入，完善欠发达
地区的医疗服务体系，让更
多人便捷地享受到先进的
医疗服务，才是根本之策。

>>公民论坛

因为大米被检出镉超标，湖南“鱼米之乡”光环被罩上一层阴影。事实上，不仅是湖南，国
内多个省份出产的稻米被查出镉超标。“镉米危机”的出现，再次敲响土壤污染警钟。南方省
份土壤中重金属本来底值就偏高，加之多年来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大量工业“三废”排
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形成。此外，农业投入品被滥用也加剧了这种现象。(据6月12日
新华网) 漫画/勾犇

>>媒体视点

“在家分娩”根源是医疗服务不足 “镉米乡”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李英锋

“停车场也分贫富区？”
6月11日上午，有网友在微
博发帖称，广州国际轻纺城
地下停车场，划出了只停奔
驰、宝马的特殊区域。记者
实地探访发现情况属实。(6

月12日《新快报》)

停车场给奔驰宝马专
门开辟特殊区域，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特权、等级、歧视、

嫌贫爱富等概念。不过实际
上，“奔驰宝马停车专场”没
什么大不了。

近年来，在广州等地确
实发生了多起奔驰宝马车后
视镜被盗案件。在这种背景
下，停车场划出专门区域进
行集中管理，以此遏制针对
后视镜的盗窃行为，有其合
理性。同时，如果停车场能够
对奔驰宝马和停放在其他区
域的其他车辆在收费和管理

上做到一视同仁，能够积极
维护其他车主的合法权益，
那么，“奔驰宝马停车专场”
就基本属于一种技术措施，
涉及不到歧视、等级等问题。

停车场有自主经营的
权利，只要停车场的经营行
为不违反法律，不背离公共
道德，不论停车场“暂不接受
奔驰宝马”，还是划定“停车
专场”，都是允许的。对此，不
妨有一个理性淡然的态度。

对“奔驰宝马停车专场”不必太敏感

□刘昌海

今年高考期间，有网友
总结了36年来“高考账单”的
变化，称备考成本30年来涨
幅超过8万倍，一时间，“高价
备战高考值不值”成为热
点。(6月12日中国广播网)

高考备考成本涨幅超
过8万倍也许夸张，但快速

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不
过，高考成本不仅是一个经
济账，也是一个情感账。如
果考虑时代背景，就会发现
30年前的“一碗绿豆汤、两
个鸡蛋”和现在的“一对一
补课、特制营养餐、租学区
房”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
同，同样都是倾尽家里所
有。在“一考定终身”的现实

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应
该庆幸，现在家长可以给孩
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生活条
件。

何况，客观地说，现在
的高考基本成本并不高，网
上的数字大多是一些附加
的经济投入，很多并不是高
考的必须。对这“8万倍”的
涨幅，没有必要过分解读。

“高考成本”不光是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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